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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力争通过大数据分析，全面系统、真实客观地呈现不同

规模城市的共享单车/电单车出行特征。但因数据时空覆盖、计算

方法设定等原因，相关指标值可能存在偏差，所载全部内容仅供

参考。

地方管理、企业运营等方面调整对部分共享骑行特征规律影

响显著，依靠指标值观测不一定完全呈现客观事实，还需要全方

位、多角度持续深入的细致研究。

未来期待与更多的合作伙伴一道，共同挖掘共享单车/电单

车的数据价值，产出更多有影响力的学术观点与政策建议，持续

提高我国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为建设人民满意

的共享骑行环境贡献积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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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1

2

重点关注疫情中、后的骑行特征规律演变

疫情期间，由于避免聚集等原因，共享骑行对其它出行方式呈现一定替代作用，“点对点”中长

距离出行功能得到加强，疫情后，社会恢复正常运转，共享骑行特征规律如何演变？在促进经济复

苏过程中发挥什么作用？是新时期研究共享骑行在城市公共客运体系中功能定位、规模总量、设施

配套等方面的重要支撑。

2021、2022连续2年共享骑行报告发布以来，引发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与积极讨论，研究成果

得到大量转载引用，促进了行业健康发展、提升了决策科学化水平。

2023年报告延续年度监测目标，在上一年研究内容基础上，结合样本数据变化、行业发展趋势、

国家政策导向等，对部分观测指标进行了优化调整，重点聚焦民生需求导向下的共享骑行服务与治

理水平提升，以期为政策制定、城市治理、行业发展、学术研究提供更为丰富实证参考。

2023年报告还存在两方面变化。一是，数据样本由美团转变为滴滴青桔，实现不同公司间分析

结果相互验证。其次，数据监测时段由往年变为当年（利用2023年数据），以观察疫情中、疫情后

的骑行特征变化。

突出关注全过程骑行的便捷性与规范化

通过电子围栏规范管理共享单车停放秩序，成为各城市常态化手段。但由于停放点位布局不合

理、空间不足、定位精度误差等原因，导致共享骑行存在停车难、锁车难等问题，降低了共享骑行

“门到门”出行服务优势，在规范停放秩序的前提下，匹配出行需求导向下停车设施与管理措施的改

善提升，提升全过程出行体验与便捷性，是当下共享骑行治理工作的侧重点。

持续关注“轨道+共享骑行”的服务效能

轨道发展从 “重规模”走向 “重效益”阶段，客流强度达标（≥0.7万人次/公里）成为城市轨道建设

审批的前提，如何更好发挥“轨道+共享骑行”出行的服务效能，有针对性地促进轨道客流提升，需要

重视和强化。



城市选取2
本报告以36个全国主要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筛选出32个数据样本充足、置信度高的城市进行具体分析。

其中，共享单车样本城市21个，包含超大城市6个、特大城市9个、I型大城市5个、II型大城市1

个；共享电单车样本城市24个，包含超大城市3个、特大城市10个、I型大城市8个、II型大城市2个、

中等城市1个。

相比较2022年报告所列城市，本年报告共享单车城市减少了5个，分别是长春市、海口市、长

沙市、南宁市、南昌市；共享电单车城市增加了6个，分别是武汉市、杭州市、郑州市、济南市、

福州市、拉萨市。

图1-1 共享单车/电单车订单数据选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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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城市规模分类依据自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

共享单车

运营城市

(8个）

上海市

北京市

深圳市

广州市

西安市

哈尔滨市

太原市 兰州市

共享电单车

运营城市

（11个）

重庆市 青岛市

长沙市

大连市

南宁市

贵阳市

宁波市

南昌市

呼和浩特市

银川市

拉萨市

共享单车/

共享电单车

共同运营城市

（13个）

成都市

天津市

武汉市

杭州市

南京市

沈阳市

济南市

郑州市

昆明市

石家庄市

厦门市

合肥市

福州市



指标定义3

《2023年中国主要城市共享单车/电单车骑行报告》从活力骑行、轨道骑行、减碳骑行和效率骑

行四个方面，建立了9项骑行指标，并通过城市间横向比较、时间轴追踪对比、与其它指标交叉分析

等方式，揭示出2023年中国主要城市共享单车、电单车出行特征与规律。

相比2022年报告，2023年报告进行了指标优化调整。在轨道骑行方面，新增高峰轨道周边骑行

占比指标，突出“共享骑行+轨道”在服务通勤出行上效能差异；在效率骑行方面，新增共享骑行首次

入栏占比指标，反映车辆停放秩序特征，加强对全过程骑行便捷性的关注。

图1-2 2023年城市共享单车/电单车骑行指标

（说明：★ 为新增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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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主要城市共享单车/电单车骑行指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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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电单车骑行活跃用户，单次骑行距离：侧面反映出共享单车/电单车的日常使用目的，

对共享骑行的功能定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活跃用户单次骑行距离

共享单车/电单车骑行活跃用户，单次骑行时长：侧面反映出共享单车/电单车的日常使用目的，

对共享骑行的功能定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活跃用户单次骑行时长

共享单车/电单车在每日早晚高峰时段，轨道出入口周边100米订单量与城市运营范围内全部订

单量的比值：衡量各城市“轨道+共享骑行”出行模式在服务通勤出行上使用强度、紧密程度的测度

指标，对评估共享骑行对轨道客流贡献程度有重要参考意义。

高峰轨道周边骑行占比

共享单车/电单车活跃用户，在轨道出入口周边100米周累计订单量的平均骑行距离：识别各城

市“轨道+共享骑行”出行模式的重点服务圈层，对扩展轨道交通覆盖、改善轨道周边地区慢行设施

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轨道周边平均骑行距离

活力骑行

轨道骑行

共享单车/电单车骑行订单中，22:00至次日6:00的骑行订单量所占比重：侧面反映出共享单车/

电单车在填补夜间公共交通服务空档和丰富城市夜间经济活力的作用。

活跃用户夜间骑行占比

指标定义3
（2）中国主要城市共享单车/电单车骑行指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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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电单车骑行活跃用户，人均每年碳减排量：从使用者角度出发，考虑共享骑行替代

机动化出行方式所带来的碳减排量。人均碳减排可以是衡量城市绿色交通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

居民采用共享骑行的比例越高，累计骑行距离越长，相应人均碳减排就越多。

活跃用户人均年减碳量

效率骑行

共享单车/电单车活跃用户，工作日骑行终点首次可以锁车停入电子围栏的订单占比：反映共

享骑行停放秩序、便捷程度等情况，对合理规划电子围栏停放点位、引导用户规范停放、完善城

市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与管理措施方面具有参考意义。

共享骑行首次入栏占比

共享单车/电单车活跃用户，周累计早高峰期间（7:30~8:30）平均骑行车速：反映共享单车/

电单车高峰期间的骑行效率与便捷程度，对改进城市骑行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高峰时段平均骑行车速

活跃车辆车均年减碳量

共享单车活跃车辆，车均每年碳减排量：从车辆角度出发，考虑共享骑行车辆替代机动化出行

工具所带来的碳减排量。车辆被使用次数越多，累计被骑行距离越长，相应车均碳减排就越多，

该指标对推动城市达成“双碳目标” ，调控车辆投放有一定参考意义。

减碳骑行

指标定义3
（2）中国主要城市共享单车/电单车骑行指标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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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4
（1）数据来源

（2）数据处理

本报告所用数据为滴滴青桔提供的共享单车和共享电单车订单记录数据，订单时间为2023年

6月和7月每月第一周，累计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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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骑行时段定义为22:00至次日6:00。

夜间骑行时段

高峰骑行时段定义为早7:00~9:00和晚17:00~19:00共计4小时范围。

高峰骑行时段

轨道站点周边骑行

轨道站点周边骑行指单次订单出行起讫点一端在轨道出入口周边100米范围内的出行记录。

活跃车辆

活跃车辆指在数据时间范围内有订单记录的车辆。

单次订单出行时间

单次订单出行时间指在订单记录中所标记的借车点时间和还车点时间的时间差。

单次订单出行距离

单次订单出行距离指根据订单记录中起点坐标和终点坐标所计算的曼哈顿距离。曼哈顿距离

在本研究中指两点之间的线段在平面投影坐标轴上的长度之和。

活跃用户

活跃用户指在数据时间范围内有出行记录的用户。



活力骑行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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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平均值均为2.3

2.75 2.54

1 活跃用户单次骑行距离

图2-1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活跃用户单次骑行距离

图2-2 主要城市共享电单车活跃用户单次骑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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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1.56 1.40 1.70

2023平均值均为1.5

共享单车骑行距离相对稳定，电单车骑行距离普遍下降

◼ 单车单次骑行平均距离1.5公里，对比2021年保持相对稳定，仅个别城市呈现小幅变化

• I型大城市的共享单车日均骑行距离相对最短，为1.4公里，小于其他规模城市；

• 沈阳、合肥、昆明等3城市日均骑行距离变化较为明显，分别增长106米、下降127米和117米。

◼ 电单车单次骑行平均距离2.3公里，对比2021年普遍下降

• I型大城市下降更显著，平均距离减少187米，约是特大、II型大城市下降幅度的5.2倍；

• 石家庄、厦门、宁波等3个城市下降最为突出，分别减少628米、436米、325米。



城市分类 研究城市 2023年 2021年 2020年 2023/2021变化

北京市 1.5 1.5 1.4 0.04

成都市 1.5 1.4 1.3 0.08

上海市 1.5 1.4 1.3 0.03

天津市 1.4 1.4 1.4 -0.03

深圳市 1.4 1.3 1.2 0.06

广州市 1.3 1.2 1.1 0.03

沈阳市 1.7 1.6 1.4 0.11

昆明市 1.7 1.8 1.6 -0.12

济南市 1.6 1.5 1.4 0.06

西安市 1.6 1.6 1.5 -0.04

郑州市 1.5 1.5 1.3 -0.04

杭州市 1.5 1.5 1.4 -0.04

南京市 1.4 1.5 1.3 -0.03

武汉市 1.4 1.3 1.3 0.06

太原市 1.6 1.6 1.5 0.01

石家庄市 1.5 1.6 1.5 -0.08

厦门市 1.4 1.3 1.1 0.04

福州市 1.3 1.4 1.2 -0.05

合肥市 1.2 1.4 1.3 -0.13

Ⅱ型大城市 兰州市 1.7 1.7 1.5 -0.01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城市分类 城市名称 2023年 2021年 2020年 2023/2021变化

天津市 2.5 2.2 2.2 0.23

重庆市 2.3 2.0 1.7 0.33

成都市 2.2 2.2 2.3 0.00

沈阳市 2.8 2.8 2.8 -0.05

昆明市 2.5 2.5 2.7 -0.04

青岛市 2.2 2.5 2.0 -0.24

长沙市 2.2 2.0 2.2 0.19

石家庄市 2.4 3.1 3.0 -0.63

贵阳市 2.4 2.0 2.3 0.41

南宁市 2.4 2.3 2.2 0.04

合肥市 2.3 2.5 -0.26

南昌市 2.2 2.3 2.2 -0.12

宁波市 1.9 2.2 -0.33

厦门市 1.5 2.0 -0.44

呼和浩特市 2.8 2.9 3.0 -0.14

银川市 2.7 2.7 2.7 0.06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1 活跃用户单次骑行距离

表2-1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活跃用户单次骑行距离变化（单位：公里）

表2-2 主要城市共享电单车活跃用户单次骑行距离变化（单位：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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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指标幅度变化较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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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跃用户单次骑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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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单次骑行距离分布

图2-4 主要城市共享电单车单次骑行距离分布

共享电单车的第80百分位骑行距离为3.4公里，是共享单车（2.1公里）的1.6倍

◼ 特大城市的共享单车第80百分位骑行距离最长，达到2.2公里

• 兰州、沈阳共享单车第80百分位骑行距离最长，均达到2.5公里；

• 合肥第80百分位骑行距离最短，仅为1.5公里，其次广州、福州也相对较短，均为1.8公里。

◼ 超大城市的共享电单车第80百分位骑行距离最长，达到3.7公里

• 沈阳、呼和浩特、银川等3座城市的第80百分位骑行距离超过4公里，分别为4.4公里、4.3公里、

4.3公里；

• 厦门第80百分位骑行距离最短，仅为2.0公里，其次福州、宁波也相对较短，均为2.7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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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平均值12.2

11.9 12.0 12.1 13.9 13.5

2 活跃用户单次骑行时长

图2-5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活跃用户单次骑行时长

图2-6 主要城市共享电单车活跃用户单次骑行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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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平均值11.7

11.4 12.1 10.9 13.4

共享单车骑行时长小幅增长，电单车骑行时长增减不一

◼ 单车单次骑行时长11.7分钟，对比2021年增加0.9分钟，超大城市增幅最大

• 超大城市骑行时长平均增加1.3分钟，达到11.4分钟；I型城市增幅最小，仅为0.4分钟；

• 增长超过1.5分钟的城市包括了成都（11.4分钟）、北京（11.4分钟）和济南（12.8分钟）。

◼ 电单车单次骑行时长12.2分钟，对比2021年个别城市增减变化突出

• 宁波、南昌、南宁等3个城市下降趋势明显，分别减少1.9分钟、1.4分钟、1.3分钟；

• 天津、重庆等2个城市上升趋势明显，均增加0.6分钟。



城市分类 城市名称 2023年 2021年 2020年 2023/2021变化

天津市 12.4 10.9 9.9 1.5

成都市 11.4 9.8 8.6 1.6

北京市 11.4 9.8 8.6 1.6

深圳市 11.2 10.4 8.4 0.7

广州市 11.0 9.5 8.3 1.4

上海市 11.0 9.7 8.7 1.2

昆明市 13.2 12.0 10.5 1.2

济南市 12.8 11.0 9.6 1.8

沈阳市 12.8 12.5 10.5 0.2

西安市 12.1 11.1 9.7 1.0

郑州市 11.1 11.5 9.0 -0.4

杭州市 11.0 10.5 9.0 0.5

武汉市 10.9 9.5 9.1 1.4

南京市 10.4 9.9 8.4 0.5

太原市 12.2 10.9 10.0 1.3

石家庄市 11.2 11.0 10.1 0.2

厦门市 10.8 10.5 8.0 0.3

福州市 10.4 10.4 8.5 0.1

合肥市 9.8 9.5 8.5 0.3

Ⅱ型大城市 兰州市 13.4 12.4 10.4 1.0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城市分类 城市名称 2023年 2021年 2020年 2023/2021变化

天津市 12.8 12.2 12.4 0.6

重庆市 11.7 11.1 10.5 0.6

成都市 11.3 11.9 12.5 -0.6

沈阳市 15.7 16.8 17.1 -1.1

昆明市 13.1 13.9 15.4 -0.8

青岛市 12.6 13.0 12.0 -0.5

长沙市 12.2 12.5 12.4 -0.3

石家庄市 14.5 15.5 16.5 -1.0

厦门市 14.4 15.2 -0.8

贵阳市 12.5 12.3 12.8 0.2

合肥市 11.7 12.7 -1.0

南宁市 11.6 13.0 13.0 -1.3

南昌市 10.8 12.2 11.9 -1.4

宁波市 10.3 12.3 -1.9

银川市 14.1 14.5 15.5 -0.4

呼和浩特市 13.7 14.9 16.2 -1.2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2 活跃用户单次骑行时长

表2-3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活跃用户单次骑行时长变化（单位：分钟）

表2-4 主要城市共享电单车活跃用户单次骑行时长变化（单位：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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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指标幅度变化较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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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跃用户夜间骑行占比

图2-7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活跃用户夜间骑行占比

图2-8 主要城市共享电单车活跃用户夜间骑行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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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骑行比例普遍上涨，北方城市增长幅度更大

◼ 单车夜间骑行占比8.3%，对比2021年上涨0.8个百分点

• 南、北方城市分别由7.9%、6.5%，上升至8.4%、7.6%，北方城市增幅超过南方0.6个百分点；

• 太原、昆明增幅最高（增加4个百分点，分别达到10.0%、9.1%），其它增加超过3个百分点的

城市包括济南（达到10.5%）、西安（达到9.5%）；

• 兰州下降最为明显，下降3个百分点至8.5%。

◼ 电单车夜间骑行占比10.8%，对比2021年上涨0.7个百分点

• 南、北方城市分别由11.7%、7.4%，上升至11.9%、9.1%，北方城市增幅超过南方1.4个百分点；

• 石家庄增幅最高（增加3.5个百分点，达到11.0%），其它增加超过2个百分点的城市包括宁波

（达到17.2%）、天津（达到9.0% ）；厦门下降最为明显，下降2.5个百分点至13.5%。



地域分类 城市名称 2023年 2021年 2020年 2023/2021变化

深圳市 11.0% 9.5% 8.3% 1.5%

厦门市 9.5% 10.5% 7.3% -1.0%

昆明市 9.1% 5.0% 5.7% 4.1%

福州市 9.0% 9.5% 7.3% -0.5%

上海市 8.5% 8.0% 6.0% 0.5%

广州市 8.5% 8.0% 6.3% 0.5%

合肥市 8.5% 8.0% 7.3% 0.5%

杭州市 8.0% 8.5% 6.3% -0.5%

武汉市 8.0% 7.0% 5.7% 1.0%

南京市 6.5% 7.0% 5.3% -0.5%

成都市 6.0% 6.0% 4.7% 0.0%

济南市 10.5% 7.0% 5.3% 3.5%

太原市 10.0% 6.0% 4.7% 4.0%

西安市 9.5% 6.5% 5.3% 3.0%

兰州市 8.5% 11.5% 4.7% -3.0%

郑州市 8.5% 7.5% 5.7% 1.0%

北京市 6.5% 6.0% 4.3% 0.5%

天津市 5.5% 4.0% 3.3% 1.5%

沈阳市 5.0% 5.0% 4.3% 0.0%

石家庄市 4.5% 5.5% 4.3% -1.0%

南方城市

北方城市

地域分类 城市名称 2023年 2021年 2020年 2023/2021变化

宁波市 17.2% 14.0% 3.2%

南宁市 15.5% 16.0% 13.0% -0.5%

长沙市 13.5% 12.0% 8.3% 1.5%

厦门市 13.5% 16.0% -2.5%

贵阳市 11.5% 12.0% 6.3% -0.5%

合肥市 11.0% 9.5% 1.5%

南昌市 10.5% 9.5% 6.3% 1.0%

昆明市 10.5% 9.5% 9.0% 1.0%

重庆市 8.5% 9.5% 10.0% -1.0%

成都市 7.5% 9.0% 7.7% -1.5%

银川市 11.0% 10.0% 8.3% 1.0%

石家庄市 11.0% 7.5% 8.7% 3.5%

天津市 9.0% 6.5% 6.0% 2.5%

沈阳市 8.5% 8.0% 6.7% 0.5%

青岛市 7.5% 6.0% 6.0% 1.5%

呼和浩特市 7.5% 6.5% 6.0% 1.0%

北方城市

南方城市

3 活跃用户夜间骑行占比

表2-5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活跃用户夜间骑行占比变化

表2-6 主要城市共享电单车活跃用户夜间骑行占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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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指标幅度变化较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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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轨道周边平均骑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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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轨道周边平均骑行距离

◼ 单车轨道周边平均骑行距离1.4公里，对比与2021年持平，个别城市小幅变化

• 轨道规模越低，平均骑行距离越长，100公里以内城市平均高出500公里以上城市220米；

• 500公里以上轨道里程城市骑行距离增幅约5.0% ，增加60米；

• 上海、兰州平均距离增长最高，为110米；郑州下降最多，为180米。

◼ 电单车轨道周边平均骑行距离2.2公里，超一半城市下降，100公里以下轨道里程城市降幅

更为显著

• 100公里以下轨道里程城市骑行距离平均下降117米，降幅5.4%；

• 石家庄下降幅度最高，达到592米，其它下降超过200米的包括合肥（290米）、南宁（223米）。

共享单车轨道周边平均骑行距离相对稳定，电单车呈现下降趋势



轨道里程分类 城市名称 2023年 2021年 2020年 2023/2021变化

上海市 1.4 1.2 1.2 0.11

北京市 1.3 1.3 1.2 0.03

武汉市 1.3 1.2 1.2 0.10

杭州市 1.3 1.3 1.2 0.00

成都市 1.3 1.2 1.2 0.06

深圳市 1.2 1.2 1.1 0.03

广州市 1.2 1.1 1.0 0.05

300~500公里 南京市 1.3 1.3 1.2 -0.04

昆明市 1.5 1.6 1.5 -0.11

沈阳市 1.5 1.5 1.3 0.05

合肥市 1.4 1.3 1.2 0.09

西安市 1.4 1.5 1.4 -0.06

郑州市 1.3 1.5 1.2 -0.2

天津市 1.3 1.3 1.2 -0.04

福州市 1.2 1.2 1.1 -0.02

兰州市 1.7 1.6 1.4 0.11

济南市 1.6 1.5 1.5 0.10

石家庄市 1.5 1.5 1.5 0.04

厦门市 1.3 1.3 1.1 -0.03

50公里以下 太原市 1.5 1.4 1.5 0.05

500公里以上

100~300公里

50~100公里

轨道里程分类 城市名称 2023年 2021年 2020年 2023/2021变化

500公里以上 成都市 2.1 2.1 -0.06

青岛市 2.2 2.3 -0.09

重庆市 1.9 1.7 1.6 0.26

沈阳市 2.5 2.7 2.6 -0.14

天津市 2.3 2.1 1.9 0.19

昆明市 2.2 2.4 2.6 -0.17

南宁市 2.1 2.3 2.2 -0.22

合肥市 2.1 2.4 -0.29

长沙市 2.0 1.9 2.0 0.10

南昌市 2.0 2.1 2.2 -0.15

石家庄市 2.4 3.0 3.0 -0.59

贵阳市 2.1 1.9 2.1 0.28

厦门市 2.0 2.0 0.00

50公里以下 呼和浩特市 2.6 2.8 2.9 -0.16

300~500公里

100~300公里

50~100公里

1 轨道周边平均骑行距离

表3-1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轨道周边平均骑行距离变化（单位：千米）

表3-2 主要城市共享电单车轨道周边平均骑行距离变化（单位：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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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指标幅度变化较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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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主要城市共享电单车轨道周边高峰骑行占比

图3-3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轨道周边高峰骑行占比

39% 48% 30% 20% 17%

平均值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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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峰轨道周边骑行占比

◼ 单车高峰轨道周边骑行订单占比为31%，轨道里程高的城市相对占比越高

• 轨道500公里以上城市高峰骑行订单占比达39%，高于轨道300公里以下城市14个百分点；

• 南京市占比最高，为47.5%；其它超过40%的城市包括北京（44.7%）、广州（43.6%）、成都

（41.9%）；轨道规模100公里以上城市，合肥最低，仅为16.6%。

◼ 电单车高峰轨道周边骑行订单占比达到25%，部分城市已显著高于单车平均占比

• 轨道500公里以上城市电单车高峰骑行订单占比达33%，高于轨道300公里以下城市9个百分点；

• 武汉市占比最高，达到38.2%，其次为南宁（37.7%）、长沙（35.5%）、南昌（34.9%）；

• 大连占比最低，仅为5.8%，其次为济南、贵阳、石家庄、呼和浩特等4座城市，约为17%。

500公里以上轨道里程城市，“共享骑行+轨道”服务通勤出行明显高于其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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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峰轨道周边骑行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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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主要城市共享电单车轨道周边高峰骑行青年占比

图3-5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轨道周边高峰骑行青年占比

平均值36%（青年）

平均值31%（全龄）

说明：按照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青年定义，并考虑参加工作年龄，分析采用青年年龄段为24-34岁

◼ 单车高峰轨道周边青年骑行占比36%，高于全年龄段5个百分点

• 南京单车青年高峰骑行占比达，达到52.5%，其次北京、成都，均为49%；

• 青年占比高于全年龄段幅度最大的前三名城市，为合肥（高出10.3个百分点），沈阳（高出9.1

个百分点），天津（高出8.6百分点）。

◼ 电单车高峰轨道周边青年骑行占比28%，高于全年龄段3个百分点

• 武汉、南宁、成都等3座城市电单车青年高峰骑行占比最高，分别为44.2%、41.1%、40.0%；

• 大连青年占比最低，仅为8.3%，其它青年占比低于20%的城市包括济南（19.5%）、贵阳

（19.2%）、呼和浩特（18.9%）。

青年对”共享骑行+轨道” 通勤方式依赖性相对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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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享单车

• 高峰轨道周边骑行订单占比25%以上城市中，成都、天津、沈阳对轨道进出站客流的贡献度最

高，骑行订单量占高峰进出站客流比例分别为4.4%、4.0%、4.6%；

• 北京、南京、广州高峰轨道周边骑行订单占比均超过40%，但对轨道客流贡献度较低，骑行订

单占进出站客流占比分别为1.2%、1.8%、2.1%。

◼ 共享电单车

• 高峰轨道周边骑行订单占比25%以上城市中，南宁、昆明、南昌对轨道进出站客流的贡献度最

高，骑行订单量占高峰进出站客流比例分别为7.5%、5.0%、4.8%；

• 呼和浩特相对贡献度最高，高峰骑行订单占比仅为17.5%（排名第13），但订单量占进出站客流

达4.4%（排名第4）。

2 高峰轨道周边骑行占比

各城市高峰轨道周边骑行订单占比对轨道进出站客流贡献度相差较大

说明：轨道进出站客流来2023年自交通部月度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速报，分析时段与骑行样本数据保持一致；计算仅利用滴滴青桔

的骑行数据，由于数据样本量制约，无法反应客观实际情况，计算结果仅供趋势参考，不能作为依据。

图3-7 高峰轨道周边骑行订单占比与其订单量占高峰轨道进出站客流比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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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碳骑行肆



计算方法：共享骑行出行替代小汽车、地面公交车出行的年减碳量

活跃用户人均年减碳量=[ T1 × (P1-P0) + T2 × (P2-P0) ] ×年订单量×单次订单骑行距离÷年骑行用户数

活跃车辆车均年减碳量=[ T1 × (P1-P0) + T2 × (P2-P0) ] ×年订单量×单次订单骑行距离÷年骑行车辆数

式中： T1 为共享单车/电单车替代小汽车的出行比例，T2 为共享单车/电单车替代公交车的出行比例；

P0为共享单车/电单车碳排放因子，P1为小汽车碳排放因子，P2为公交车辆碳排放因子；

订单骑行距离（公里）根据共享单车/电单车的轨迹数据计算得到。

小汽车 公交车 共享单车 共享电单车

0.250 0.054 0 0.012

表4-1  不同交通方式的碳排放因子（kgCO2/P公里）

计算说明：

1. 不同交通方式的碳排放引子，来自北京市研究报告《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

版）》。

2. 共享骑行中为替代小汽车、地面公交车出行的比例，为研究团队通过咨询共享单车运营企业，

并结合部分样本城市问卷调查数据以及共享出行行业专家意见征求综合预测得出，为统一比

较，不同规模城市假设相同替代比例，指标值可能存在偏差，相关计算结果仅供比对参考，

不能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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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减排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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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减碳场景类比

共享电单车骑行1次
减碳量

共享单车骑行1次
减碳量

单车骑行次均减碳量72.0g

电单车骑行次均减碳量99.7g

中国1.5件塑料袋在加工生产中
产生的碳排放当量1

共享单车骑行10次
减碳量

中国2.5件快递包装全生命周期
碳排放当量2

共享电单车骑行10次
减碳量

1，2 数据来源：http://www.nea.gov.cn/2022-10/14/c_1310669896.htm

中国2件塑料袋在加工生产中
产生的碳排放当量

中国3.5件快递包装全生命周期
碳排放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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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51..0 48.4 65.4 53.6

平均值51.5

1 活跃用户人均年减碳量

25

图4-1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活跃用户人均年减碳量

图4-2 主要城市共享电单车活跃用户人均年减碳量

37.7 37.9 35.8 42.3

平均值37.5

◼ 单车用户人均年减碳37.5kg，对比2021年减少5.7kg

• 16座城市人均年减碳量下降，特大城市下降最多，达到6.3kg。昆明市、太原市、西安市、天津

市人均年减碳量相比2021年减少10千克以上，昆明市减少超15千克；

• 自2020年以来仅成都市、沈阳市、郑州市、厦门市实现人均减碳量持续增长。

◼ 电单车用户人均年减碳51.5kg，相比2021年保持稳定

• 人均减碳量在II型大城市相比最高，达到65.4千克；在I型大城市相比最低，为50.6千克；

• 天津市、重庆市、沈阳市、昆明市等7座城市自2020年以来年人均减碳量持续增长。

共享单车人均减碳效能小幅下降，电单车保持相对稳定



城市分类 城市名称 2023年 2021年 2020年 2023/2021变化

成都市 44.4 44.0 36.3 0.5

天津市 40.3 50.4 38.8 -10.1

北京市 37.1 45.2 36.5 -8.2

广州市 36.0 37.7 30.6 -1.7

上海市 35.3 44.0 34.3 -8.7

深圳市 33.4 38.9 31.0 -5.5

沈阳市 49.3 44.7 37.0 4.7

郑州市 40.4 40.0 35.0 0.4

杭州市 37.8 41.3 34.2 -3.5

济南市 37.0 46.0 36.6 -9.0

西安市 36.7 48.3 40.7 -11.6

武汉市 36.6 44.4 35.3 -7.8

南京市 35.2 43.1 34.1 -8.0

昆明市 35.1 50.8 40.7 -15.8

石家庄市 39.6 43.0 38.5 -3.4

太原市 38.9 53.2 41.3 -14.3

福州市 36.1 38.7 32.2 -2.6

厦门市 35.8 34.1 29.8 1.7

合肥市 28.6 35.4 31.8 -6.8

Ⅱ型大城市 兰州市 42.3 46.1 42.2 -3.9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城市分类 城市名称 2023年 2021年 2020年 2023/2021变化

天津市 55.6 51.8 44.8 3.8

重庆市 51.1 44.0 35.5 7.1

成都市 46.2 50.1 48.1 -3.9

沈阳市 60.2 56.4 56.2 3.8

昆明市 58.8 56.2 51.7 2.6

青岛市 54.0 52.5 43.6 1.5

长沙市 46.2 39.5 45.7 6.7

南宁市 60.5 48.4 45.1 12.1

石家庄市 55.5 66.6 58.4 -11.2

南昌市 53.0 54.3 44.6 -1.3

合肥市 51.3 56.9 -5.6

贵阳市 51.3 39.6 47.3 11.7

宁波市 40.9 54.0 -13.2

厦门市 31.0 39.1 -8.2

呼和浩特市 67.2 69.8 58.2 -2.6

银川市 63.6 60.7 55.3 3.0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

1 活跃用户人均年减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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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共享单车活跃用户人均年减碳量变化（单位：千克）

表4-3 共享电单车活跃用户人均年减碳量变化（单位：千克）

代表指标幅度变化较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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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分类 城市名称 2023年 2021年 2020年 2023/2021变化

北京市 83.5 77.7 62.3 5.8

深圳市 70.0 68.5 52.2 1.5

天津市 54.0 52.4 37.7 1.6

成都市 52.2 49.6 39.3 2.6

广州市 44.5 44.5 34.5 0.0

上海市 38.3 35.9 27.0 2.4

昆明市 81.3 77.0 59.4 4.3

沈阳市 80.5 78.3 64.3 2.2

济南市 71.6 67.7 50.8 3.9

郑州市 65.4 61.7 52.0 3.7

武汉市 53.1 51.0 38.2 2.1

杭州市 50.0 46.7 37.5 3.3

南京市 49.9 49.6 38.0 0.3

西安市 49.7 48.8 40.7 0.9

太原市 108.7 100.9 77.7 7.8

福州市 58.9 56.5 45.5 2.4

厦门市 56.9 56.1 47.0 0.8

石家庄市 55.1 52.1 44.5 3.0

合肥市 42.8 39.8 35.4 3.0

Ⅱ型大城市 兰州市 44.4 43.2 38.8 1.2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Ⅰ型大城市

2 活跃车辆车均年减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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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活跃车辆车均年减碳量

表4-4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活跃车辆车均年减碳量变化（单位：千克）

57.1 61.6 64.5 44.4

平均值60.4

代表指标幅度变化较大的城市

◼ 单车车均年减碳60.4kg，对比2021年增加2.6kg

• 特大城市车均减碳量在各类城市中最高，达到62.0kg；

• 4座城市车均减碳量超过80.0kg，包括太原（108.7kg）、北京（83.5kg）、昆明（81.3kg）、

沈阳（80.5kg)；

• 8座城市上涨幅度超过3.0kg，其中太原、北京超过5kg，分别为7.8kg、5.8kg。

共享单车车均减碳效能普遍小幅上涨



效率骑行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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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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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享骑行首次入栏占比

图5-2 主要城市共享电单车工作日车辆首次入栏率

图5-1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工作日车辆首次入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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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车平均首次入栏占比89%，超特大城市相对更高

• 超大城市平均首次入栏占比最高，达到92%，高于I型大城市（85%）7个百分点；

• 上海、昆明的首次入栏占比最高，分别为98%，其余高于95%的包括北京（96%）、成都

（95%）、南京（96%）、西安（ 96% ）；

• 仅合肥、深圳两个城市低于80%，分别为77%、 78%。

◼ 电单车平均首次入栏占比90%，不同类型城市间差异不大

• 昆明、南宁的首次入栏占比最高，分别为95%，其余较高的包括成都（93%）、贵阳（94%）、

宁波（92%）、郑州（92%）；

• 仅杭州、青岛低于85%，分别为83%、84%。

骑行终点首次可以锁车停入电子围栏的订单占比近90%，共享电单车略优于共享单车



1 共享骑行首次入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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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北京市

典型案例：武汉市

◼ 北京市共享单车骑行首次

入栏占比95.5%，高于全国均

值89%。

◼ 首次未能成功锁车停入电

子围栏的订单主要分布集中

在三环内热点商圈，包括金

融街、王府井、崇文门、西

直门、国贸等地区。

◼ 三环外首次未能成功锁车

订单主要分布在望京、五道

口、角门、百子湾等地区。

◼ 武汉市共享单车骑行首次

入栏占比92.9%，高于全国均

值89%。

◼ 在滴滴青桔共享单车主要

运营服务的武昌区和洪山区，

首次未能成功锁车停入电子

围栏的订单高度集中在高新

大道沿线（湖北省科技馆周

边）。

◼ 其它首次未能成功锁车订

单，零散分布在东湖景区、

轨道武昌站、杨家湾站及光

谷大道沿线。

图5-3 北京市首次未能成功锁车停入电子围栏的订单空间分布

图5-4 武汉市首次未能成功锁车停入电子围栏的订单空间分布

注：时间范围为2023年6月1日至6月7日和7月1日至7月7日工作日

注：时间范围为2023年6月1日至6月7日和7月1日至7月7日工作日

首次未能成功锁车停入电子围栏的订单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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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未能成功锁车停入电子围栏的订单分布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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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峰时段平均骑行车速

图5-6 主要城市共享电单车高峰时段平均骑行速度

图5-5 主要城市共享单车高峰时段平均骑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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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9.2 9.3 9.2

14.0 13.5 13.1 14.3 14.3

平均值9.1

平均值13.5

◼ 单车高峰平均骑行速度9.1公里/小时，超大城市横比最低，仅为8.8公里/小时

• 在超大城市中，深圳（8.7公里/小时） 、广州（8.5公里/小时）、天津（8.2公里/小时）速度与

平均水平相差较大；

• 武汉（9.8公里/小时）骑行速度最快，超过9.5公里/小时的城市还包括成都、杭州、郑州、南京。

◼ 电单车高峰平均骑行速度13.5公里/小时，超大城市速度横比较高，达到14.0公里/小时

• 呼和浩特骑行速度最快，均为14.8公里/小时，其它超过14.0公里/小时的城市还包括天津、成都、

济南、青岛、南宁、拉萨等；

• 厦门电单车骑行速度显著低于其它城市，仅为10.8公里/小时。

电单车早高峰平均骑行速度是单车的1.5倍，不同规模城市略有差异



专题研究：

共享骑行助力经济复苏—淄博为例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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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份以来，淄博烧烤出圈，迎来大量游客，共享电单车订单激增

• 骑行订单激增：五一期间共享电单车日均订单量是三月份周末的10倍；

• 青年游客主导：五一期间，共享电单车82%的订单是外地游客发起的，24岁以下青年游客是使

用共享电单车的主力军，占比高达64%。

进淄“赶烤”，共享骑行

（1）共享电单车备受外地游客青睐，是淄博旅游交通的有益补充

33

图6-3  2023年3月至5月份淄博市共享电单车日订单量（单位：单/日）

图6-2 淄博市五一期间共享电单车用户年龄分布

外地游客订单占比

图6-1 淄博市五一期间共享电单车外地游客占比

24岁以下青年游客订单占比

24岁以下 25-34岁 35-54岁 ＞55岁

64.4%

22.0%

13.0%

说明：五一骑行数据选取4.29-5.2日四天，5.3日由于天气原因不予分析

五一假期



◼ 淄博“好玩、好逛、好吃”趣味多，共享电单车满足全场景旅游出行

• 城市迎客：淄博站周边骑行强度最高，共享电单车为来淄游客第一站出行提供了更便捷更灵活

的选择。

• 骑行漫游：淄博市旅游景点、热门打卡地和明星烧烤店等广泛分布，共享电单车出行可将其灵

活串联，轻松覆盖。“淄博站——八大局”、“淄博站——万象汇”、“万象汇——八大局”为热门骑

行路线前三甲。

（1）共享电单车备受外地游客青睐，是淄博旅游交通的有益补充

进淄“赶烤”，共享骑行

淄博热门骑行路线 TOP10

1.淄博站——八大局 2.7公里

2.淄博站——万象汇 1.9公里

3.万象汇——八大局 0.8公里

4.海岱楼——中国陶瓷琉璃馆 1.2公里

5.八大局——华光路烧烤区 0.8公里

6.海岱楼——万达广场 1.6公里

7.海岱楼——水系公园 2.0公里

8.水系公园——水晶街 0.7公里

9.王府井——万象汇 1.2公里

10.王府井——八大局 1.3公里

齐盛湖、海岱楼

八大局

淄博站

万象汇

银座、王府井

水系公园

水晶街

中国陶瓷琉璃馆

华光路-东二
路烧烤聚集区

万达广场

图例

组团总

0-1k

1k-2k

2k-5k

5k-8k

>8k

组团间

0-25

25-50

50-100

100-200

>200

组团总出行量

组团间出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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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淄博市五一期间外地游客共享电单车出行分布



淄博明星夜间烧烤 TOP10

牧羊村、小寒羊、蛮
牛烧烤、黄桑犇羴鱻
馕坑烧烤等

玉米地烧烤

吴氏烧烤（水晶路）
正味烧烤

吴氏烧烤
赵一家烧烤

汇友烧烤

万家乐烧烤

赵一家烧烤(华福大道店)

火车站老孙烧烤

汇友烧烤(新区店)

吴氏烧烤(总店)
牧羊村烧烤

（2）促进夜经济发展，“共享骑行+品味烧烤”成为便捷选择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五一期间 3月

烧烤店周边日均分时段骑行频次堆积面积图单位（辆/小时）

7倍

• 烧烤店周边夜间订单强度高：五一期间，热门烧烤店周边全天骑行量增幅为

645%，夜间增幅（16:00-24:00）为700%；下午四点出现峰值，分时段最高

骑行量为265人次/小时，晚间10-11时的骑行量仍高达108人次/小时。

• 明星烧烤店吸引效应明显：烧烤店周边共享骑行强度前三甲为：人民西路烧

烤聚集区（包括牧羊村、小寒羊、蛮牛烧烤等），玉米地烧烤，水晶路烧烤

聚集区（吴氏烧烤和正味烧烤等）。

进淄“赶烤”，共享骑行

4

10

6

1

2

3

9

5

8

7

说明：烧烤店选取网络上最热门的100家烧烤店进行分析

数据选取五一期间16.00-24.00之间，外地游客在烧烤店周边50米范围内的骑行订单进行分析

图例

入围明星烧烤店

烧烤店周边夜间骑行强度

35

图6-5  淄博市五一夜间热门烧烤店周边外地游客骑行强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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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五一期间

◼ 为保障五一期间高强度用车需求，调度人员工作时间更长、强度更高、范围更广

• 时间更长：三月份共享电单车调度人员工作时间为早五点至晚十点，五一期间24小时全天无休，

坚守岗位；

• 强度更高：五一期间人均调度车辆数高达350辆/日，是3月份的7倍；

• 范围更广：张店区调度范围大幅度增加，五一期间总收车和投车范围分别是3月份的10倍和7倍。

（3）高强度骑行离不开高效调度与暖心服务

收车区域

投车区域

3月调度数据

3.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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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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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淄博市五一期间共享电单车调度范围对比

说明：调度范围以调度点为中心，半径100米覆盖的范围

进淄“赶烤”，共享骑行

五一假期调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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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淄博五一期间共享电单车人均调度车辆数对比图6-6  淄博市五一期间共享电单车人均分时辰调度车辆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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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度范围对比（单位：平方公里）



• “摆整齐，擦干净，助引导”服务周到暖人心：淄博市政府协同共享单车企业在交通枢

纽、旅游景区、热门烧烤店等地区设置单车服务引导员、车辆清洁专员、车辆供给调度

人员等多项措施，全面加强旅游安全管理、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更好的共享

骑行体验，广大热心市民也自发参与其中。

◼ 淄博市政府、市民和共享单车企业齐心协力保障游客出行需求

（3）高强度骑行离不开高效调度与暖心服务

进淄“赶烤”，共享骑行

政府派专员清洁共享单车

热心市民自发清洁共享单车

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地区设立专业引导人员，引导游客前往共享

电单车停车点，方便游客出行。

淄博车站出站口的电单车服务引导员

重要点位的单车服务引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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